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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确保污染源普查质量，本文从技术环节、组织环节及社会环节梳理了我国污染源普查质量管理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提出构建污染源普查质量全过程保障方法体系，采用优化污染源普查名录库建库方法、污

染源普查报表设计、污染源普查组织，基于代码规则、实地抽查、数据一致性检验及行政纪录审核等方

法开展污染源普查质量控制，该方法体系覆盖普查调查制度设计、普查过程控制、事后质量评估三个层

次，可有效控制污染源普查数据误差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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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pollution source censu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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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pollution source census in China from the technical,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links,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process guarantee method sys-
tem for pollution source census quality, adopts the method of optimizing pollution source census 
inventory database construction, pollution source census report design and pollution source cen-
sus organization, and carries out pollution source census quality control based on code rules, spot 
checks, data consistency inspe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cord review, etc. This method system 
covers three levels of census survey system design, census process control, and ex post quality as-
sessment, which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formation of errors in pollution source cens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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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07 年《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08 号) [1]确定每十年开展一次污染

源普查工作以来，污染源普查与经济普查、农业普查和人口普查一并成为我国重要的周期性普查工作，

并建立了其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持续推动及生态环境管理工作

的日趋精细化，污染源普查质量更将直接影响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2]。我国各项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开展均迫切地需要真实、准确的污染源基础数据予以支持，而在我国工业体系不断完备、分

工日益细化的情势下，普查工作质量的保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污染源普查质量保障已成为污染源普查

中的重点和难点。 
在此背景下，两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期间，参加污染源普查的一线工作人员对影响污染源质量提高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刘钢等从普查技术设计、组织保障及信息化保障方面分析了我国污染源普查

存在的问题[3]；邵李文等对普查基础数据填报错误情形及发生原因进行了分析[4]；贾睿等对普查内容校

对方式及普查标准化操作流程上进行了思考[5]。但相关研究仅涉及提高普查质量的工作方法及工作流程，

强调的是具体工作实践，缺少对普查质量控制的系统理论研究，未构建系统的普查质量评估方法及质量

管理理论，无法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系统地开展污染源普查误差成因与数据质量控制机理研究，

构建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评估的质量控制体系，对于深化污染源普查质量控制的理论研究及实践

应用，提高污染源普查数据质量、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基础性工作的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也对一年一度环

境统计等日常性统计的质量控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6]。 

2. 污染源普查质量管理问题解析 

污染源普查作为一次针对所有污染源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我国在污染源普查的组织方式上采用了和

其它普查工作类似的组织模式，暨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具有

高效的组织运转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7]。但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一系列的组织实践及技

术实践，在具体工作过程中，普查过程中的制度设计、宣传培训、组织实施、名录库建库、入户登记及

污染物产排量核算等均彼此关联，不同阶段的不同因素均会引发一定的误差，并最终对普查数据质量形

成累积影响。从污染源普查数据的形成过程来看，污染源普查技术方案设计、普查组织管理及普查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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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环境是影响普查数据质量的主要因素。 

2.1. 污染源普查技术方案设计对数据质量的影响 

(1) 普查对象的全面性是普查实施的基础，对数据质量具有系统性的影响。为满足污染源普查需求，

污染源普查对象含工业源、农业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生活源，暨包含了固定源，也包含

了移动源及分散源，是全地域、全口径的污染源调查工作。其中工业源普查范围含采矿业，制造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农业源调查范围包括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非规模化畜禽养殖、水产

养殖、种植业等；生活源调查范围包括生活源锅炉、市政入河(湖)排污口、城乡居民能源消费和废水排放

情况；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含集中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及污水的单位；移动源含机动车、储油

库、加油站、农田机械、机动渔船、油罐车、火车内燃机及飞机等[8]。我国未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形

成建立统一的污染源管理单位名录库，污染源普查对象的多样性又增加了普查对象确认的难度，开展普

查对象建库的数据来源广泛，易造成普查对象的漏报、错报及重报。 
(2) 污染源普查表是获取污染源普查数据的工具，直接影响着普查目标的实现、普查任务量的多少及

普查质量优劣。在管理背景上，污染源普查指标设置多样化、普查项目广是确保污染源普查成果满足现

阶段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的必然需求，但也造成了被调查者理解困难、调查难度增加、调查时间延长、

质量控制难度大等问题。同时，为完成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工作，普查指标需含污染源基础信息、污染

物治理设施、污染物核算信息等，指标间彼此支撑、逻辑性强，造成普查指标漏填、数据间逻辑错误、

数据不规范等问题。 
(3) 获取准确的污染源基本信息及污染治理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获取准确的污染物产生量及排放量核

算，是污染源普查与其它普查之间的最大差距，也是污染源普查的最大技术难点。开展污染物核算的方

法有系数法、监测法、物料平衡法等，系数法体现的是同一原料(能源、产品)、工艺、规模等级及污染治

理工艺下的污染物排放强度，但随着我国工业体系的日趋完善及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很难确保所有的

生产工艺能找到对应及符合企业排放实际的污染物产排污系数；而监测数据是否体现企业实际，需对监

测设备校正情况进行评估，对异常数据进行剔除，对普查人员业务素质要求高；物料平衡法的正确使用

必须基于普查人员对生产工艺的深入了解及物料中有害元素的准确测定。污染源基础信息调查及核算的

复杂性将形成单个普查对象的核算误差，并在数据汇总过程中形成累积误差。 
(4) 普查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作，分级、快速、系统的数据汇总是确保普查及时性的关键，也是开

展普查内部数据一致性分析及外部数据一致性分析的基础。因此必须全面系统的实现污染源基本信息、

治理信息及核算信息的规范化、代码化、确保数据的关联度。但在我国庞大且系统工业体系下，这一工

作的难度极大，实现原料(燃料)、工艺(段)、产品、规模等级的穷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2.2. 污染源普查组织管理对数据质量的影响 

污染源普查组织管理就是发动社会力量获取普查数据的过程。在确保获取既定数据并确保数据质量

的前提下，需确保最少的人力资源、资金投入，最快的获取普查数据。污染源普查组织管理通过协调、

控制、修正普查参与者的行为，确保污染源普查制度设计的实施，最终达到全面、综合控制普查数据质

量的目的。 
污染源普查参与者的业务能力及工作态度，决定着污染源普查制度设计是否能执行到位，但普查员

主要从企事业单位及乡镇中抽调，工作经费难于保障，基础知识不足，对普查对象填报数据的科学性及

合理性大多缺乏判读能力，较难驾驭复杂的污染源普查技术要求。同时能否顺利的开展普查入户调查工

作，还取决于普查的宣传组织是否营造了人人知晓普查的社会氛围。在普查过程中将形成海量数据，在

https://doi.org/10.12677/mm.2020.106119


易玉敏 等 
 

 

DOI: 10.12677/mm.2020.106119 991 现代管理 
 

没有建立系统的数据获取规则情况下，极易造成数据的录入、核算、流转及汇总误差。同时，虽然我国

制定了企业及产业活动单位填报普查报表、普查员及普查指导员现场核查、各级普查机构核证的普查作

业流程，但还存在对质量要求认识不到位、专业技术缺乏及手段不完善等问题。 

2.3. 污染源普查社会环境对数据质量的影响 

污染源普查开展的社会环境会对普查对象真实填报普查信息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普查数据质

量，形成普查数据误差。从污染源普查对象的社会属性来看，受环境保护税征收、减排任务及日常环境

监管要求的影响，在涉及普查对象经济利益、环境监管影响及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问题时不愿如实填报，

入户核实难度大、数据追溯难度大的问题。从行政管理及考核来看，污染源普查得到的污染源产生、治

理及排放数据体现当地的污染治理水平高低，受国家对各级政府的总量减排考核及新建项目污染物总量

指标来源等影响，为避免污染物排放量排位过高而加大减排压力或排位过低而不利于排放指标的争取等

问题，均导致地方普查机构直接或间接调整普查数据而产生统计误差，同时还存在为了与历史数据或常

规统计数据相衔接而调整普查数据等问题。 

3. 污染源普查数据质量控制方法及适用性 

污染源普查质量控制是对普查数据生成过程的各个环节的各类因素进行分析，全面查找造成普查数

据误差的原因，形成污染源普查质量控制点，通过优化制度设计、完善普查组织、建立数据审核体系、

实施过程质控、开展质量评估反馈等来控制误差的形成，确保污染源普查数据质量的工作过程。按污染

源普查工作实施的阶段性来划分，可分别在普查的设计阶段、实施过程及事后开展相应的质量控制。 

3.1. 事前质量控制 

事前质量控制，是一种减少普查数据误差的预防性控制措施，是进行污染源普查质量控制的主要途径。

事前质量控制是提前预判普查过程中形成误差的原因，在普查制度设计时予以合理规避，可有效避免工作

过程反复而提高普查数据及时性，并有效解决普查质量事后质量评估无法对普查数据进行全面优化的问题。

普查事前质量控制含普查名录库的建库方案、普查报表设计、普查组织、普查质控方案制定等方面。 
(1) 污染源普查名录库建库 
污染源普查作为一种全方位、全口径的调查，普查基本单位名录库是开展污染源普查的基础，“不

重不漏、真实准确”是名录库的建库目标，名录库不全将对普查数据质量造成系统性影响。污染源普查

名录库应在工商、税务、统计、质监、住建、公安等多部门数据进行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开展，并借助环

评审批、排污许可证申报、环境执法等行政记录进行印证，确保名录库建库达到既定目标。 
(2) 污染源普查报表设计 
污染源普查报表设计包括普查表、普查指标及支持普查表(指标)填报的后台技术体系设定。普查表及

指标的设计既要满足普查目标要求，又要简单明了，确保数据可获取性、普查结果逻辑验证及数据快速

汇总。为提高普查数据的运用价值，确保普查成果能真正意义上支撑宏观决策，普查指标的“少而精”

在实际工作中较难实现，必须做好普查报表及普查指标之间的逻辑设定，按层层递进原则开展数据的填

报，确保复杂污染源信息填报的全面性、简单污染源信息收集的及时性，提高普查数据填报效率。普查

数据的结构化及代码化，是确保普查数据规范、可汇总及数据分析的基础。要实现这一目标，需对各类

污染源基础信息、治理信息进行全面调查，并建立格式化及代码化的地址、行业类别、受纳水体、原料、

能源、产品、工艺、设施设备、污染治理工艺及排放口等代码库，并确保代码库的全面、准确及唯一。 
(3) 污染源普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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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普查组织在污染源普查事前质量控制中的作用是通过普查组织机构建设、普查员及普查指导

员遴选、普查宣传、信息化保障、经费保障方式及普查责任体系的落实来减少各类普查误差的形成。污

染源普查组织过程中的多部门参与是确保普查名录库完整、开展数据一致性评估的组织基础。组建一支

技术娴熟、认真负责、善于交流的普查队伍，对确保普查制度的实施及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信息化手段

的应用，采用手持移动终端进行污染源地理坐标的自动采集、对普查数据进行电子化录入、指标的关联

填报、数据自动汇总等均可有效避免数据采集及汇总过程中的误差；重点排污企业数据通过联网直报系

统直接上报，并按谁填报、谁修正的原则进行过程质量控制，可有效避免地方普查机构对普查结果的干

预。普查宣传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普查的认知，确保入户工作的顺利开展。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污染源

地位、名录库底册核实及基础信息收集，可有效避免数据录入及地理信息采集过程中的二次误差，也是

确保数据规范的基础条件。普查责任体系的重点为落实普查对象在普查质量控制中的主体责任，确保普

查对象能提供真实可信的普查数据。 

3.2. 过程质量控制 

污染源普查实施中的过程控制涵盖污染源普查清查、入户调查、污染物核算及数据汇总等各个阶段，

其开展方式有两种。一是根据报表质量控制目标、污染源及行业特征提取相关的作业规则，提高污染源

普查数据的规范性、完整性、逻辑性及准确性；二是抽取样本进行重新入户，对数据的一致性及准确性

进行核证，对造成数据误差的原因进行分析，及时进行数据误差纠偏工作，避免形成系统性误差。 
(1) 基于代码规则的过程质量控制 
基于代码规则的数据质量控制的主要实现途径为在相应的规则控制条件下利用信息化手段对普查数

据的逻辑性、规范性及数据一致性进行审核的一种手段。如对污染源的单位产品的用水量、排水量、原

料投加量、能源使用量等进行对比分析，查找极值数据，可有效查找数据间的逻辑问题，确保普查指标

间的关系符合行业发展规律。对数值型数据，可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不满足取值要求的数据进行提取及修

正；对文本型数据，可将填报数据与标准数据库进行综合比对，从而达到提高数据规范性的目的。在具

体工作实践上，可根据技术规定要求开发相应的质检软件，将相应的质量控制规则代码化，并实现错误

记录的快速访问及高效查询，以提高污染源普查质量检测的效率。但基于代码规则的质量控制的时间及

资金成本投入均较低，覆盖面较广，可通过快速查找数据逻辑及规范性错误，并解决一定的数据准确性

问题，但此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对普查数据与普查对象的数据一致性进行质量控制。 
(2) 基于实地抽查的过程质量控制 
实地抽查的实现途径为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二次入户，对照普查技术路线及技术方法查找污染

源普查名录库建库、报表填报、普查组织及质量控制过程中的问题，是系统发现入户过程中的普遍性问

题的主要途径，起到过程纠偏作用，并有效解决使用代码规则质量控制无法解决的数据准确性及一致性

问题。为确保普查数据的及时性，能用于过程实地抽查的时间及实地抽查样本有限，必须确保抽查样本

的代表性，技术路线的全面性，并注重问题的系统化归纳和总结，以实现对普查过程中问题及解决方案

进行制度化解决。 
(3) 数据一致性检验 
数据一致性验证可分为内部一致性检验及外部一致性检验，其前提是确保对比的指标的定义及统计

范围是一致的。 
数据内部一致性分析可从时空关系上开展纵向数据一致性分析，即将历次污染源普查得到的普查对

象数量、企业规模等级分布、主要产品产量、能源消耗量、污染治理设施分布情况、污水处理量、污染

物排放量等普查关键指标进行趋势分析，并结合各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污染治理设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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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部驱动因素，对内部数据的历史演变趋势进行一致性检验，对与外部驱动影响下的关键因子演变规

律不一致的普查指标进行分级和分行政区域进行查找、核实及修正。也可通过横向截面数据[9]进行一致

性验证，如同一行业同一规模等级的企业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量、用水量或原料消耗量应在一定的区间

范围内，这一思路经扩展，可有效的用于分源、分行业的逻辑规则检验。 
外部数据一致性分析，其思路是将普查数据与外部独立来源数据进行一致性对比，将污染源普查过

程获得的能源消费量、主要工业产品的设计产量及实际产量、人口数据与其它部门获取的权威数据进行

对比，用于评估普查对象的全面性，能源消费量及工业产品量填报的准确性，并可有效查找数据填报不

规范导致的数据汇错误等问题，从宏观层面压实污染物的产生量及排放量。为确保外部数据一致性分析

的有效性，必须确保参与比对数据的权威性及多元化、比对层级的多样化及比对指标内涵的一致性。开

展外部数据一致性比对的数据来源可来源于统计、住建、能源等部门；数据比对的维度可从全国、省、

市、县、镇开展五级比对，并开展数据差异性分析，反向压实普查数据质量。 
(4) 行政记录审核法 
在对污染源进行日常管理的过程中，累积了对污染源的监管数据，通过普查个体数据与相关行政记

录的匹配检查实现对普查数据的微观及宏观层次审核。可用于行政记录审核的数据包括排污许可证执行

报告数据、重点排污单位监测数据、危险废物申报数据等。且随着我国行政纪录的进一步完善，行政纪

录审核法将在后续污染源普查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可以实现个体信息的匹配检查，也可实现总

体信息的匹配验证。同时，行政纪录数据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保障其有效性及准确性，行政纪录审核法的

效力高于内部数据一致性分析。 

3.3. 事后质量评估 

事后抽样验证通常在工作结束后开展，用于评价数据的准确性，并对改进下次工作质量提供可靠的

依据。具体实践为采用抽样的方法从普查总体中抽取样本进行二次调查，并与原有普查记录进行对比，

用于测量普查的个体误差及普查的总体误差。事后质量评估可定量评估普查的实施质量，也可全面分析

造成数据误差的原因，进而对优化后续普查技术设计及组织形式。事后抽查费用低、耗时少、效率高，

对精准的测算普查误差具有良好的适用性。但鉴于污染源普查的阶段性，事后抽查也可在普查的各个阶

段组织开展，用于及时发现上阶段的普查数据质量问题，并在下一阶段工作上对数据质量进行及时纠正，

避免错误累积，通过事后质量评估实现事中质量控制的作用。 
污染源普查各质量控制方法的适用要求和需达到的质控目标详见表 1： 
 

Table 1. Applicability comparison of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for pollution source census 
表 1. 污染源普查质量控制方法的适用性比较 

质控阶段 质控方法 适用要求 质控目标 

事前质量控制 污染源普查 
名录库建库 

在多部门数据进行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开展，并借助环评审

批、排污许可证申报、环境执法等行政记录进行印证 不重不漏、真实准确 

 污染源普查 
报表设计 

对各类污染源基础信息、治理信息进行全面调查，并建立格

式化及代码化的地址、行业类别、受纳水体、原料、能源、

产品、工艺及排放口等代码库 

普查指标“少而精”，普查数

据结构化及代码化 

 污染源普查组织 多部门参与；落实普查对象在普查质量控制中的主体责任 确保普查对象能提供真实可信

的普查数据。 

过程质量控制 基于代码规则 在相应的规则控制条件下利用信息化手段对普查数据的逻

辑性、规范性及数据一致性进行审核 
确保普查指标间的关系符合行

业发展规律 

 实地抽查 
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二次入户，对照普查技术路线及技

术方法查找污染源普查名录库建库、报表填报、普查组织及

质量控制过程中的问题 

确保抽查样本的代表性，技术

路线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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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数据一致性检验 确保对比的指标的定义及统计范围是一致的 数据内部一致性和外部一致性 

 行政记录审核法 通过普查个体数据与相关行政记录的匹配检查实现 
对普查数据的微观及宏观层次审核 

实现个体信息和总体信息的 
匹配检查 

事后质量控制 事后抽样验证 通过二次调查和比对，测量普查的个体误差及普查 
的总体误差 

优化后续普查技术设计及 
组织形式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污染源普查作为一种全面调查，误差主要体现在普查对象缺漏、基础信息调查不准确、普查指标填

报不全面、污染物核算错误及数据汇总错误等。普查数据质量保障必须基于普查组织实施全过程。本文

系统研究了我国污染源普查的技术环境及社会环境，识别出污染源普查技术方案设计、普查组织管理及

普查所处的社会环境对污染源普查质量的影响途径。提出在污染源普查过程中应构建全过程的污染源普

查质量保障方法体系，从优化普查调查制度设计、实施普查过程质量控制及事后质量评估来控制误差的

形成及影响，并对后续普查工作开展提供借鉴。该方法体系在云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期间进行了

实践及验证，检验并改善了普查数据质量，确保了污染源普查质量在工作过程中的持续改善。 

4.2. 建议 

(1) 污染源普查作为一项重要的统计工作，并确保其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必须确保污染源数据质量，需完善污染源普查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提高企业等统计调查对象源头数据的

质量，强化各种统计数据之间匹配衔接，建立健全全面的普查数据质量监控机制。 
(2) 建立基于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污染源数据中心，实现污染源各类业务系统的整合和历史数据的应用

及数据的共享互通，形成污染源的唯一标识，最大作用地发挥行政纪录审核在污染源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并为开展污染源普查数据与权威统计数据的一致性比对奠定数据基础。 
(3) 强化日常性环境统计对污染源普查工作的支撑及反馈，建立污染源普查后台相关代码信息的动态

维护机制，建立更为完整的污染源基本信息、治理信息及排放信息代码数据库，以适应我国不断细化的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求。 
(4) 建立健全的基于行政管理层面的污染源普查质量保障体系，并上升至标准高度，实现污染源普查

质量控制的制度化、标准化、系统化和规范化。 
(5) 探索建立污染源普查与其它类普查及统计的融合工作，特别是影响污染治理水平及污染物产排量

核算的关键指标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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